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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给《21世纪议程》“里约+10”审评会议的 

区域通电和北九州干净环境倡议 

(临时议程项目 8) 

二十一世纪展望：2000年亚洲及太平洋 

环境与发展部长宣言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宣言及同类文书在全球和区域会议上被用来表达共同的展望和承诺。1995 年举行的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提出了以建立可持续发展共识作为主要重

点的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95 年会议的宣言对此给予了必要的优先地位。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将为部长们和政府高级官员们提供一个论坛，讨

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策和问题，并为有效实施《21 世纪议程》确定可达到的指

标和时间框架。二十一世纪展望：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宣言应该反映出

本区域对这些政策和问题的承诺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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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展望：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 

环境与发展部长宣言 

序言 

我们，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的部长们，于 2000 年 9 月

4-5日在日本北九州市共聚一堂，召开 2000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重申我们对《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各项条款、1997 年 6

月第十九届特别联大通过的《进一步实施 21 世纪议程纲领》、《马尔摩部长宣言》

以及 1995 年《亚洲及太平洋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部长宣言》的承诺， 

深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组

成部分，在此框架内我们努力提高亚洲及太平洋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承认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关

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和《控制危

险废物越境运输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的重要性，并通过《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协定的进一步阐述和实施方

面的作用， 

认识到亚洲及太平洋各国的经济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各异，涉及形形色色的生

态系统，其中包括世界 57%的热带雨林区，世界三分之一的红树林，浩瀚的海洋蕴

藏着巨大的海洋资源，世界三分之二的珊瑚礁，以及支撑一系列独特生态系统的许

多沙漠、山脉、湖泊、江河及其支流， 

还认识到亚洲及太平洋人口增长的压力全世界最高，这片占世界陆地总面积

23%的土地要养活 58%的世界人口；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低于贫困线的赤贫

状态；本区域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发展不足和不可持续的发展助长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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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退化；据目前的预测，亚洲及太平洋的城市人口到 2020 年将增加到占本区域总

人口的 55%，这将超过城市基础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并加剧污染、住房、营养、健

康和环卫方面的问题， 

确认自 1995 年举行的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以来，亚太经

社会成员和准成员、联合国机关、多边筹资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它政府

间组织在努力实现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采取的积极步骤，特别是在下列领

域：更新了环境法规和政策；在遵守和执行环境法规的领域增强了机构能力；为进

一步提高责任性和透明度改进了决策程序；就承担监督本区域国家环境管理任务的

机构的能力建设作出了努力，并制订了国家环保战略和国家《21 世纪议程》；促进

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研究和培训；灾害管理；成功地加大了植树造林的力度，通

过宣布新的保护区、开展江河治理方案、保护海岸带和海洋环境扩大了保护生物多

样性方面的活动；推动采取保护臭氧层的可持续政策；公害废物管理；保护自然遗

产遗址和遏制大气和水污染的一些政策措施；推动各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尤其是工

商界、非政府组织、科技和学术界、妇女和青年的参与；以及推行预防、控制和减

轻环境退化的活动， 

强调鉴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贫困依然存在，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环境在持续恶化，因此全面实施作为在全世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的《21 世纪议程》仍然至关重要，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紧迫， 

进一步强调虽然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可持续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

也会加剧环境的退化； 

确认本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财力、必要的技术及所需的人力资源能

力来全面制订和有效实施环境保护及管理方案；迫切需要以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小岛国共同商定的有利条件以及优惠和

减让性条件转让无害环境技术；需要为评估、采用、管理和应用无害环境技术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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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亚洲及太平洋各政府和人民众志成城，决心个别地和集体地集合本区域所

有资源，携手努力在尽可能最短时间内实现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

承诺要按照《21 世纪议程》第 33 章的要求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特作以下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环境与发展挑战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八年来，亚洲及太平洋的环境状况已经恶化。为了面

对环境退化和贫困的根源，我们必须致力于制订、应用、实施和统一部署由国家制定的

有关人口管理、保护人类健康、扶贫、环境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这是在国家一

级实现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此外，本区域各国需要采取步骤将环境保护

和管理纳入发展进程，以此作为实现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并且在环境与发展

的所有领域巩固和推进更大范围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为此，我们将努力争取人民的最

佳参与，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儿童、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和私营部门参与本区域的环

境保护和管理。 

2. 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多边环境协定的制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

这方面，我们必须进一步承诺迅速完成有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协定

的、正在进行之中以及计划中的谈判，并确保所有国家加入现有有关的国际环境协定。

此外，应该加强和推进环境公约规定的活动与国际组织开展的活动之间的协同效果。 

3. 维持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适当平衡对于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通过实施包括经济手段、调控措施、宣传教育等妥善的一揽子政

策，向较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渡。我们还必须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并找出办法，

增加全球环境问题带来的商业和就业机会。 

4. 贸易和环境政策应相互支持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出于环保目的的贸易政策措施不

应成为一种专横或无理歧视的手段，或是一种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此外，应推进各

种措施以加强低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5. 制订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是准确地评估环境状况和趋势。为

此，我们确认必须查明需包括更多科学数据和作更深入评估的领域，并确保最佳利用信

息技术等最新技术进步来处理问题以及开发出可用于解决这些领域问题的创新技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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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求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以及所有有关国际组织推动有助于解释环境领域现象

的科学研究和评估。 

可持续发展的筹资 

6. 目前，有必要调整当前能力建设的努力，将重点放在有限资金的高效率有效利用

以及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上。 

7. 鉴于本区域各国由于最近的经济危机以及官方发展援助下降而面临资金困难，可

持续发展融资的其它资金来源至关重要。我们要求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和准成员、捐助国

和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多边供资机构和其它政府间组织，为落实区域和次区域行动方案

以及国家行动计划提供足够的资金，并积极推动无害环境技术的转让，包括最先进的技

术。 

8. 我们进一步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就官方发展援助所作

的承诺，并要求实现技术转让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和其它资源。我们支持

尽早补充多边金融机构的减让性基金。我们还鼓励通过可持续发展融资的创新概念使捐

助界全面参与，建立国家一级的环境基金，支持国家一级的活动。作为筹资另一来源，

我们决心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等执行机构以及亚洲开

发银行等区域机构的参与，并在亚太经社会的支持下，加强本区域对实施全球环境基金

项目的参与。 

《21世纪议程》与《2001-2005年无害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区域行动方案》 

9. 我们通过了《2001-2005 年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行动方案》作为实现亚洲

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共同目标的合理可行的手段，决定根据本区域各国的具体条件采取

步骤实施该方案并为此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各级加强体制框架和推动能力建设。 

10. 1997 年 6 月第 19 届特别联大呼吁 2002 年之前为实施《21 世纪议程》拟订国家

战略、国家环境行动计划、国家资源保护战略和环境管理计划。我们注意到本区域许多

国家已经采取了这类举措。我们鼓励采用环境战略管理作为一种工具，将这些举措进一

步合理化并推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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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市环境问题今后在本区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欢迎北九州干净环境

倡议，这是实施区域行动方案的重点突出的实际措施，可酌情借鉴北九州市和其它城市

以往的经验处理大气和水污染、废物处置、发展城市绿化区、以及大中城市的其它环境

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12. 为确保有效实施，我们决定定期审评本《宣言》和《区域行动方案》的实施进展

情况，为此，要求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向经社会递交年度进展报告供审议。我们敦促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其它有关组织参与这项评估。我们还要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其亚太区域办事处酌情向其理事会报告进展情况。 

13. 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所有利益攸关者参与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事业，我们邀请非政

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其它有关团体积极参与区域行动方案范围内项目的制订和实施。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成果十年审评 

14. 2002年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成果的审评将为评估自 1992年以来取得的成绩

提供一个极重要机会。本区域各政府应在这项审评的筹备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

我们同意向十年审评会议提交一份通电，概述本区域在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事业中所

取得的成就和优先事项，以及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结果。 

结论 

15. 展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未来，经济蓬勃发展，人民权力增强使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为民族团结、区域团结和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本区域各政府和人民

决心要缔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为将这种远景变成行动，本区域各国作出长期承诺：地

无分国家、部门，人无分老幼，区域各国充分领导，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业。 

16. 我们同意在 2005 年，或根据需要在其它时间举办第 5 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

展部长级会议。 

 


